
小学语文瀑布教案(精选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语文瀑布教案篇一

此次参加校级教学比武，受益匪浅。我执教的古诗《别董
大》，虽然精心准备，但有些地方效果却不很理想。通过这
节课的教学，更让我理解了“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
识君？”的豪情了。

此次的教学比武，我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总结：

1.按照古诗教学七步法进行教学

2.充分挖掘古诗本身的内涵

通过多媒体画面，逐步引导想象，让学生随时都有浓厚的兴
趣，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将古诗中言已尽而意犹存的丰富
内涵展现在学生面前，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1.在教学中课件的使用。本次教学活动，不少教师课件精美，
而我的却略显寒酸。主要是总结虽精心设计了文稿，却没什
么动画。本人认为这可体现自己朴实的.风格。课前校长讲了
这么一个观点：教学中，课件可以用，但不用或少用就能达
到教学目的更好。我深为赞同，但现在陷入困惑，怎样才是
一个度。

2.我认为开头的导课应让学生多参与，用学过的《送别》诗
导入，教师尽量不要包办代替。导课有流于形式之嫌。



3.通过这次的教学活动，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学生思维虽活
跃，但上课发言欠积极，特别在公开课上尤为明显，许多老
师亦有同感。虽然这与学生心理有一定关系，但是否有其他
原因呢？这是我的困惑。

小学语文瀑布教案篇二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本
节课的设计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思路，注意为学生提
供“读”的机会，让学生在读中去感悟、去学习。

一、以读促教俗话说：书读百遍，其意自见。“以读为本”，
既是传统语文教学的“回归”，又是把准语文课程的基本特
点和基本理念的体现。《国徽》这篇课文，从学生身边的小
事出发，引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感，我这节课以激发学生的
朗读兴趣为主导，以多种方法地读(自由读、小组读、交流读、
师生合读、男生读)为凭借。通过多种形式的读，使学生在读
的过程中去感受和体会文章的爱国情感。抓住诗歌中小男孩
做的小事引导学生联系到自己也可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
达对祖国的热爱。

二、为学生搭建交流的平台在本课的教学中，我有意识地为
学生提供合作交流的通道，为学生提供比较充足的探索空间，
让学生尽量发挥创造潜能，学生动脑、动口的过程，实际上
就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意义建构过程，既让不同层次的学生有
不同收获，也使不同的学生得到不同的发展，以感受成就与
成功。

三、运用鼓励机制评价学生卡耐基曾说：“使一个人发挥最
大能力的方法是赞美和鼓励。”儿童尤其天生喜欢鼓励和赞
美。课堂上，老师和同学们鼓励的话语，满意的微笑，赞许
的眼神，默许的点头，使孩子们感受到器重、关切和敬佩，
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在教学中我能够用丰富的语言对学生进
行鼓励。



当学生朗读得十分出色时，我便发自内心地这样评价：“你
读得真精彩，请你把这句话再读一遍，让大家都跟你
学。”“到现在为止，你读得最棒!”“你读的比老师都
好!”等等，这样学生读的兴趣就更高了。当然，这节课也存
在着许多不足和遗憾，在整个教学过程(本文来自优秀教育资
源网斐.斐.课.件.园)，虽然老师注意了评价方式的多样化，
但是老师的评价还不够及时、到位，还欠缺启发性，在引导
学生收集资料方面，做得还不够好，还需要继续努力。

[北师大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

小学语文瀑布教案篇三

近日，我上了教研课《大瀑布的葬礼》。细思教学，充满诸
多遗憾。正像课后一位老师说的那样，此课教学与我之前的
教学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一、教学设想及流程

《大瀑布的葬礼》讲述了雄伟壮观的塞特凯达斯大瀑布曾经
是世界上流量最大的瀑布，因为人为的破坏，瀑布枯竭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为瀑布举行了葬礼。巴西总统菲格雷特
也在瀑布脚下举行葬礼，号召人们保护环境，让悲剧不再重
演。本教学重点为，指导学生通过抓住重点语句，想象画面，
感受瀑布变化前后的景色，感受文章用词的精美，积累并运
用词语；指导学生想象菲格雷特总统可能会说些什么，让学
生练写菲格雷特的演说词。

本课教学，主要分为三个板块进行。

板块一：美读词语，尝试理解运用。

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曾指出：“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
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



技能……”本文文字优美，用了较多的四字词语描写瀑布变
化前后的景色，教学中应该让学生积累并运用这些词语，为
今后的写作打下基础。因此，在第一板块教学中，我刻意将
词语分成两类排列，想通过学生反复的朗读，初步感受瀑布
雄奇的美和形容枯槁的悲凉。之后，我还设计了“读着这些
词语，你仿佛看到了（听到了）……”，试图通过这一说话
练习，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并学习运用这些四字词语。

板块二：品读描写瀑布变化前后的语句。

写景的文章，应该让学生抓住关键词语，想象画面，思考作
者是怎样将景物写具体的。本文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瀑布变
化前的雄奇，变化后的形容枯槁。品读这两段文字，可以让
学生初步感受文章用词的准确以及用具体的数字描写景物，
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的写作方法；可以帮助他们积累语言素
材；还可以为了解本文“保护环境”的中心奠定基础。因此，
该板块教学，我采取指导学生反复朗读，抓住感触深刻的词
句，想象画面的方式，让学生感受瀑布变化前后的惊人落差。

第三板块：为文章补白，训练写作。

听说读写是语文教学的核心。文章中写到“巴西总统菲格雷
特在塞克凯达斯瀑布脚下，进行了饱含深情的演讲。”演讲
的内容是什么呢？这正是文章的空白。我准备让学生补白，
训练写作。

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时间安排不合理，以致教学颠倒了主次。

几年前教科所饶晚霞老师中肯地警告过我：“你对课堂的时
间分布概念不强，入课慢。”没想到几年之后，我又再次犯
了同样的毛病。第一板块，学生基本能理解并运用这些词语。
但该板块教学，我足足耗去了十五分钟，占去了后面板块的



教学时间，造成了整个教学的失败。

感受瀑布变化前的雄奇部分，学生抓住开课时朗读的四字词
语以及具体的数字，谈瀑布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品读比
较到位，朗读还算勉强为之。但是，因第一板块耗去了太多
时间，品读变化后的句子时，已经临近下课，我只得匆匆带
过。

第三板块的补白练习，如果成功，应该是课的一个亮点，但
因时间关系，也只有作为课后作业来完成了。

2、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因学校条件受震，一直没有
重修，无法使用多媒体，也是本文教学一大遗憾。诚然，语
文教学不能过分依赖多媒体，但像这类课文如果采用多媒体，
通过强烈的画面对比，引发强烈的冲突，激荡思维，让人深
深震撼，进而为教学的成功做一定的铺垫。而今天的教学仅
仅靠学生朗读想象画面，以及教师的情境创设，无法让学生
直观感受瀑布变化前的雄伟壮观和变化后的形容枯槁。没有
强烈视觉冲突，学生感受自然不太深刻。

《大瀑布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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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瀑布教案篇四

《大瀑布的葬礼》小学语文第八册的一篇略读课文，讲述的
是巴西总统亲自为一条曾经是世界上流量最大、而如今即将
消失的塞特凯达斯大瀑布主持葬礼的故事，本文的重点是把
握课文内容，明白巴西总统为大瀑布举行葬礼的目的和意义，
激发学生保护生态环境的情感。文章内容浅显，但含义深远。

新课标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要求教师坚
持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因此在本课的教学中，我设计了
“自主学习——合作探究——交流——拓展”四个环节。在
引导学生总结以前学习略读课文方法的基础上，我放手让学
生根据课堂连接语的要求自主、合作学习课文，并借助多媒
体课件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昔日瀑布的雄伟壮观的气势及
美丽的景象，以此来诱发学生内心的赞叹之情。然后话锋一转
“昔日的大瀑布那样辉煌，现在的它又是怎样呢？”过渡到
如今瀑布濒临枯竭景象的教学中，通过对比阅读来激发学生
内心的惋惜、痛心与愤激之情，对大瀑布的即将消失产生悲
痛之感。有了前文的铺垫，学生很容易就产生了情感上的落
差，在此基础上指导学生有感情的朗读，很容易引起学生的
共鸣。对于瀑布被葬送的原因学生通过读课文很容易找出来，
在处理这一部分时，我没有花很大的气力。

在引导学生明白葬礼的意义后，我进行了拓展延伸，出示了
人们破坏环境的图片，让学生谈想法，以及自己可以为保护
环境做些什么。使学生的情感升华到关心人类的未来和命运，
树立保护环境的强烈责任感和紧迫感。

在教学中，多媒体课件的使用，对于调动学生的情感有很大
帮助，让学生情不自禁地进入了情境。

这节课上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在想象说话环节（想象今天
大瀑布的样子，）为了期待能出现这样的现象，老师在课堂
多叫了几个学生朗读并交流脑海中的画面，但由于缺少老师



必要的课堂引导或老师示范，学生还是不能表达出自己脑海
中的画面，发言不够积极，想法也比较简单。

由于自己对文本的解读、主要是自己驾驭课堂能力的问题，
没有安排学生写写自己学了文章的感受，比较遗憾。这样一
来，人文性和工具性得到了比较完美的体现。

小学语文瀑布教案篇五

本单元要求学生“不但要从课文中识字，还要在自己的生活
环境中识字，并开展一些语文活动。”因此我对此课作了如
下设计：先由本单元“语文天地”中“金钥匙”的内容——
丁丁幸福的一家人，引入到冬冬的家，观察冬冬家后练习说
话;接着在学生熟读课文的基础上认读文中的词语及句子，在
此基础上认读本课的一、二类字，并以多种形式巩固生字，
拓展识字空间;然后以“摘果子，做拼盘”的游戏进行一句完
整的话及变句的训练;接下来，让学生和同座进行“爸爸妈妈
是怎样爱我的”交流，将课前准备好的和家人在一起的温馨
时刻相片与周围的同学交流分享，加深对家的情感体验，并
有感情地朗读全文;最后进行写字的训练。

上述设计在凸现课改理念方面有如下几个特点：

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作为本次课程改革的重点，就建构主义
的理论而言，学生学习所获得的知识不是教师传授的，而是
学习者在创设的氛围中，依靠一定的方法和教师的帮助，通
过意义建构而获得的.，学生不仅获得了知识，还获得了情感
的体验。本课在教学中力求体现民主性，平等性，创设了轻
松愉快，民主平等的氛围，教师以引导者、合作者的身份参
与到教学活动中去。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习
惯，如自己练读课文，在对老师同学朗读的听读中学会自己
不会的字，在自己的语言实践中发现规律，体验感悟;当小老



师领读生字，合作记字，互检认字情况，自由组合做拼句游
戏等。在多项生生合作完成的学习活动中，教师真正地站在
了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的位置。

对刚入学的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学习似乎要求过高，
课堂上也难免有些混乱，但学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掌
握了基本的自主合作的技能后，他们获得的将是受益终生的
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本课在完成听(接触汉字)和读(学习汉字)这两个环节后，进
行认(巩固汉字)的活动时，充分利用了学生原有的基础和生
活的环境。教师启发：小朋友平时还在哪里见过这些字?(或
街道上，或广告里，或校园里，或父母同学的名字里)，由于
学生耳濡目染地生活在汉语的环境里，所以说出了“大翔超
市”、“快乐大本营”、“大风车”等词，使识字渗透在学
生的生活中，让学生切身体会到语文学习的乐趣。正如教育
家蒙台梭利指出的“儿童利用他周围的一切塑造了自己。”

语文不仅具有开放的特点，还具有综合、实践的特点，为让
学生明确认识一句完整的话并为下一个口语交际活动作准备，
本课设计了一个游戏，用“我”、“爸爸”、“”妈
妈”、“老师”、“有”、“爱”、“一个”、“温
暖”、“幸福”、“的”、“家”等词作成长在“智慧树”
上的“聪明果”，在学生熟悉的游戏“摘果子”的基础上，
增加了“做拼盘”这一内容，要求学生自由组合将摘下
的“词语果子”作成拼盘，拼成一句完整的话。

当学生合作拼出了“爸爸爱我”、“妈妈爱我”、“我有一
个幸福的家”这几句文中出现过的句子后，教师点拨提
出“还有怎样的拼法”学生变换“水果”的位置，又拼出
了“老师爱我”、“同学爱我”、“我有一个温暖的家”
及“我爱爸爸”、“我爱妈妈”、“我爱老师”、“我爱同
学”等句子，当学生在教师的启发下，拼出了“一个幸福的
家里有我”这个句子时，下面的同学和听课的老师都禁不住



鼓起掌来。没有刻意追求，没有强加，学生在直接接触语文
材料的自主活动中，在对语言的感悟、积累和运用中，体验
了语文学习的规律，打下了扎实的语文基础，其乐融融。

本课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目标定位在“爱亲人，爱同
学，爱家，体会幸福的核心是爱”，学生由于受身心发展和
生活经验的限制，对“幸福、温暖”的认识比较模糊，因此
教师、学生和文本表露的情感的交流就存在一定的困难。本
课设计让学生课前准备与家人在一起的相片，画一画自己与
家人在一起的温馨时刻，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与同学老师交
流家人是如何爱自己的，并说说与家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再在此基础上感情朗读。这样，学生在主动参与的情感体验
中，加深了对家、亲人的认识。本课还利用学生这一年龄段
的情感特征，让生字以字宝宝的形式出现，充满了童真童趣，
“宝宝”形状的生字卡片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乐
于接受，较好的培植了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热爱汉字的感情。


